
 
 
 
 
 
一名己經退休的富有父親陳老先生•因不滿任職工程師的兒子每月只供養他七 
千五百元，遂入稟法庭，追回他資助兒子到英國讀書的費用，約近百萬港元。 
 
多年前，該父親資助兒子到英國讀書，並取得機電工程碩士資格•回港工作後收

入不俗。在 2000年，兒子結婚時，父母並購入新居供兒子新婚之用，而 單位
業主亦為其兒子及陳老太。此後數年，兒子亦每月給予 14,000元供父母 養老之
用。數年後，兒子及新抱誕下女兒，並聘用印傭，兒子每月只給予兩老 7500元
生活費。 
陳老先生對兒子的行為甚表不滿，遂入稟法庭向兒子追回近百萬港元的生活費

。 
(詳情可見 2006年 3月 4日的各大報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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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法律」 

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法律習憤、傳統與系統，目前世界上主要的法律系統包括英美的普通法系

(Common Law)及歐洲的大陸法系(Civil Law Family)。 

法律是人類在社會生活的有形法則。社會依據它可維持秩序。它對人的行為有強制性與實質

性的規範，因此違法者會受到實質的懲罰。例如罰款、監禁等。 

由於違法者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懲罰，因此司法機構(普通法系國家)或立法機構(大陸法系國家) 

往往對法律有較清晰的界定。讓人民對何謂違法有一個較明確的理解。亦需要 尋找真憑實據。 

「道德」 

道德/倫理學是討論「應不應該」的問題，因此是一個價值判斷，凡牽涉「價值」的問題，也

牽涉到道德與倫理學。道德不是對人的行為作出一種描述，而是指出我們的行為應該如何做才

是正確的。道德/倫理學也指出我們可以遵守甚麼原則處事才是正確的，因此道德/倫理學關心

「應然」(ought) 的問題。例如我們可以以一種「少做少 錯，多做多錯」的工作態度處事。但

我們不應該以這種態度處事。 

由於道德/倫理學是一個「價值觀」、「應然」的問題，因此很難有一個普遍性客觀的永恆不

變的標準。例如一隻熊貓和一個秦朝兵馬俑，哪一個價值較高呢？ 

「法律」與「道德」的相異處: 

1. 法律是一個有形社會制度。因此會有一系統的機制維持此制度。例如負責司法的法庭、 執

法的紀律人員等；而道德則是一個無形的內在價值觀，是一個無形的社會共識。 

2. 法律往往對某一行為的對錯有一個較清晰的定義，而道德則往往較難訂下一個劃一的標準，

例如法律對何謂欺騙有一清晰的、劃一與統一的定義。 

3. 在現代社會，違法往往會帶來實質的懲罰；而違反道德則未必會如此。 

4. 法律多是規範人類的行為；而道德除了規範我們的行為外，也規範我們的思想，例 如「偷

竊」是違法的，但「偷竊」與「貪心」都是不道德的。 

5. 由於法律會對違規者作出實質的懲罰，因此它要有一個較客觀的方法去釐定受害者的損失，

或被吿的懲罰。道德則不需要考慮此問題。 

在現代社會，由於舉證困難及個人主義抬頭，法律傾向不處理私人問題；但道德則經常對此作

出規範，例如感情問題。 
 
 

法律與道德的相同處 
法律與道德都是反映社會的價值觀。在大部分的情況下，法律與道德都是站於相同陣線的，只

是處理事情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。 

 
在大部分的情況，法律與道德都是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互為影響的。 


